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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al technology）資訊與溝通科技乃是利用聲音、影

像或網際網路等資訊科技作為學習媒介，以促進學習成效。運用上應以教學為主軸，以科技

輔助教學或學生自主學習，而非科技載具炫技或軍備競賽的場域。依此概念，推動 ICT 教學

應以簡易直覺，善用既有或已開發的平台與內容，以能降低數位落差、促進理解與教學成效

為首要目的。 

目前既有的已開發平台當中，Padlet 為一種簡易上手的互動學習資料牆，可支援跨平台

操作（如：iOS、Android 或是網頁版 https://padlet.com/），擁有多變化的模板，其功能

如「數位公告板與教學白板」一般，有多種媒體的表現形式，不論是文字、照片、影片皆可

以嵌入。在課室數位學習裡，可在課堂討論、學生反饋或教學成果與發表時使用，亦可用於

自主學習、學習歷程檢核、學生作品分享，或是進行討論、票選、評分、發表意見等，是個

適合用於平板協作或高互動的平台。 

 

貳、設計理念 

在數位科技迅速發展的今天，學生的閱讀習慣受到快速資訊和網路浪潮的影響，對傳統

文學的理解逐漸淡漠。除了引起學生對文學及其周遭環境的興趣之外，這門課程也幫助老師

們全面掌握 Padlet 平台的使用，希望通過一系列與新詩創作相關的課程，幫助老師們在數

位教學中的經驗遷移與應用。課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由教師個人經驗分類，介紹 Padlet 

的靈感型、簡易型、成果型、視覺型等不同類型的功能運用，並以這些工具為基礎，在第二

部分展開新詩創作的實踐，讓教師們能夠靈活地將這些數位工具並整合到教學中，讓學生透

過新詩創作，重新探索消逝於都市更新中的老時光。 

第二部分將結合學校在地的歷史文化資源－日治時期的橋頭糖廠。透過環境部主辦的實

境解謎活動，學生將走出課堂，深入歷史與人文的現場，體驗不一樣的戶外教育。學生在活

動中完成橋頭糖廠文學地景學習單，查找老照片與新景點的對比，並運用 Padlet 平台呈現

學習歷程與成果，並將反映這些歷史交織的新詩創作張貼在 padlet 中。 

利用 Padlet 的互動性，學生能夠即時回饋與互動，在課室內發表成果，在平台上亦能

展現探索過程中的發現與感受。小組內的合作與小組外的交流將被充分激發，且學生的詩歌

成果呈現在 Padlet 上，形成一個動態的數位展示平台，讓同學之間互相學習、啟發。讓學

生在數位平台上發揮創意，重新發現文學的魅力，提升閱讀與寫作能力，並在科技的助力下，

與過去的歷史對話，讓老時光在數位時代重現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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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內容 

一、課程時間：每週兩節課，共六週，計十二節課的課程。 

二、各週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第 1 週 新詩啟程！用 Padlet 創作靈感地圖 

第 2 週 詞語大冒險—運用修辭打造新詩 

第 3 週 小組 PK！打造你的團隊詩歌 

第 4 週 腳印留聲：橋頭糖廠文學地景尋「地」遊戲 

第 5 週 腳印留聲：橋頭糖廠地景隨筆」新詩創作 

第 6 週 詩意大秀場！新詩展演與創意分享 

三、教學活動內容 

(一)什麼是 padlet？ 

Padlet 是一個直觀且多功能的數位平台，操作界面簡單直觀，無需大量技術訓練即可使

用，非常適合課堂教學和學生自學，能讓使用者「無痛」、「防呆」且輕鬆地建立互動式的數

位看板，適合用來進行教學、協作、靈感收集和創作展示。Padlet 的應用的功能十分廣泛，

不僅能讓學生將他們的靈感、檔案、照片及影片等發布在 Padlet 上，形成班級的靈感共享

空間之外，亦能支持學生分組進行其他作品創作，並在 Padlet 上即時展示和分享進度，能

夠將文字與多媒體整合，以視覺化呈現學生的作品，讓學生的創作更具視覺衝擊力。 

學生若要進行課堂討論與反饋，可不必再另行製作 PPT，省略傳送、製作檔案等過程，

直接點開學生的 PO 文，便可放大以類似投影片發表的形式呈現，教師亦可在 Padlet 上發布

問題，支援即時編輯和回饋功能，讓學生進行即時回應和討論，促進學生之間的協作與交流。

並給予他們建設性的回饋。以上敘述可與自主學習的教學流程及導入方式的理論不謀而合。 

不論是學生自學、組內共學抑或是組間互學、教師導學，這個平台都能達到老師們的需

求，以下是如何使用 Padlet 的詳細說明，這些步驟將幫助教師和學生快速上手並充分利用

這個工具。 

 



上圖取自(翻轉吧課堂 https://dansomjachen.blogspot.com/2021/06/) 

 

 (二)使用 Padlet 的步驟說明 

1.註冊與登入 

(1)註冊帳號：前往 Padlet 官方網站（或

下載其手機應用程式），在首頁點擊「註

冊」並選擇註冊方式（可以使用電子郵

件、Google、Apple 帳戶等方式註冊）。 

(2)登入帳號：如果已經擁有帳號，直接點

擊「登入」並輸入你的帳戶資訊。 

 

2.建立新 Padlet 看板 

(1)開始新建看板：在登入後的主頁面，點擊「製作一個 Padlet」按鈕，選擇要建立的看板類

型（如牆式、網格式、時間軸、地圖等）。 

(2)選擇適合教學需求的看板格式。 

(3)命名與自訂看板：命名你的看板，並在設置中自訂背景、標題、描述、顏色及圖標等外觀

選項，使其更符合教學主題。 

https://dansomjachen.blogspot.com/2021/06/


 

【Q&A】 

Q：看板有這麼多選擇我該選哪一個作為我上課使用的媒材？ 

A：根據過去三年來的使用經驗，在課堂中較常使用的 Padlet 看板類型可以分為四種：靈感

型、簡易型、成果型及視覺型。以下是這些類型的功能、所需時間及使用目的的整理表格，

希望能為教師提供參考，以協助在教學中靈活運用。 

類型 時間 功能 目的 

靈感型 
課堂或課外靈

感收集使用 

(1) 即時產生備課靈感 

(2) 課堂活動的許願池 

(1) 收集課堂主題的靈感碎片 

(2) 作為教師備課時靈感源泉與互

動空間 

簡易型 
約 10 分鐘內

完成 

(1) 快速貼文 

(2) 簡單圖片或文字描述 

(1) 用於課堂中的快速反應活動 

(2) 激發學生的即興靈感表達 

成果型 
整個課程 

或學期結束時 

(1) 圖片、影片及多媒體

內容整合 

(2) 詳細文本說明 

(1) 展示學生在課程中的最終創作

成果 

(2) 提供學生互相觀摩與回饋的機

會 

視覺型 
靈活時間，視

活動需求調整 

(1) 地圖 

(2) 地理位置標註與說明 

(1) 用於展示與創作地理位置相關

的內容 

(2) 強調地景文學或文化地標的視

覺連結 

(二)Padlet 類型、授課步驟與上課教材 

接下來，將結合 Padlet 平台的應用類型與課程教材，系統化地提供教學步驟佐以實際

授課成果，以供未來教師們授課時的參考。希望透過這些實例，協助老師在課堂中更有效地

運用此平台，提升教學成效。 

1.靈感型 

這部分稱為「靈感許願池」。教師在備課過程中難免有靈感枯竭的時候，Padlet 便可以



成為一個重要的支持工具。透過以下的三個新推出的看板，教師們可以隨時進行靈感的交換

與分享，從而激發新的教學點子。無論是設計課堂活動、撰寫教材，還是尋找更有趣的教學

切入點甚至是教學活動，Padlet 都能即時提供啟發，幫助教師在靈感匱乏的時候獲得源源不

絕的創意想法。不同於另一個強大的生成式 AI ChatGPT，此平台於生成的同時不僅有視覺的

圖片、影片等輔助，同時一有相對應活動的網址可供參考，甚至有前人的經驗可供引導。不

僅提升了備課的效率，也使課堂內容更加豐富多元，讓學生的學習體驗更有深度和吸引力。

以下我將針對我較常使用的幾個介面說明： 

 

(1)課堂活動建立器 

功能：課堂單一活動討論，時間花費較少，屬於一堂課內便可以完成的活動。 

點選看板：教師可點選製作後直接選擇「課堂活動建立器」 

 

輸入主題： 

教師可視課程主題或議題還進行延伸，建議結

合 108課綱中 19項議題或是聯合國永續發展

議題填寫，可出現較多國際事件的討論。如輸

入：人權→迫害，選擇「10-12 年級以上」。 

Tip：建議 10-12更高階全選，教師可以各校

各班狀況因地制宜選出適合的教材或是討論

的深度。 

 



AI 生成討論主題： 

透過 AI 生成技術，當教師提供主題如「人權」

以及關鍵字「迫害」後，Padlet 將自動生成

與此主題相應的討論方向。這些討論內容將根

據教師設定的重點進行細緻的切入，幫助學生

在課堂中更具體地探討人權議題，進而深化對

相關議題的理解與批判性思考能力。 

 
 

討論題目： 

根據教師所選擇的選項，Padlet 將自動生成

相應的討論主題。教師可根據班級學生的學

習程度進一步調整和修改，以確保討論內容

符合教學目標，促進學生的參與與理解。 

 

授課與討論： 

教師便可以於上課時和同學進行討論與互動，極其省時省力，實際從靈感發想置設置平台發

布，若熟悉相關功能，五分鐘內便可設置完畢，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實際成果】依照 padlet 建議並依敝校學生狀況修正後實際授課成果如下圖： 



 

(2)課程計畫 

功能：依照教師設定課程長度，提供學習目標、2-3 個教學活動、評量方式(含形成性、總結

性)、課程總結及作業。 

點選看板：教師可點選製作後直接選擇「課程計畫」 

 



輸入主題、階段與課程目標： 

不同於上個類別，課程計畫可以再詳盡

地提出教師的次目標或子計畫，提供

AI 更精準地抓到教師所著重的目標及

課堂上應出現的對應活動。如：希望學

生於此堂課進行紀實寫作，則次目標是

希望學生能夠學習文學創作。 

Tip：建議在填寫其他相關資料時，務

必註明授課節數及學生人數，這將有助

於 AI 更準確地評估活動的質量及作

業的深度，使其能夠更精準地符合課堂

需求。 

 

授課與討論： 

    教師可於上課前獲得如下圖呈現的完整紀實寫作的課程設計的大方向，掌握紀實寫作的

基本概念，逐步提升學生的寫作技能，運用在更廣泛的日常生活及課堂表達中。 

    以教學活動而言，包含引導提問、寫作技巧、個別指導及寫作練習等，要求學生進行一

段真實情境的寫作，並用所學技巧表達。以評量方式而言，除了評估學生在寫作過程中的表

現之外，在總結性評量中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最後作業則是幫助學生在課程結束時進行回

顧和反思，進一步鞏固所學。 



 

【實際成果】依照 padlet 建議並依敝校學生狀況修正後實際授課成果如下圖： 

 



 

3.課堂活動靈感 

功能：此功能會依據教師所提供的指標生成所有關於這個指標的教學活動，這也是教師可常

使用的功能之一，類似於靈感許願池的概念，丟下需求，活動便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真的

是教師授課的一大福音。 

點選看板：教師可點選製作後直接選擇「課堂活動靈感」 

 



輸入主題、階段與課程目標： 

與前二者相同，在此介面中一樣有主題及

年齡的勾選，我在課程目標設定為「文學

創作」，因此表明活動將集中在培養學生

的寫作和創意能力上，特別是在詩歌創作

方面。不同於前二者的是教室資源的填

寫，我在此課堂設定包括「IPAD、筆電、

手機」，顯示活動設計需要使用數位工具

進行，強調科技在教學中的應用。最後在

其他詳細資料：建議明確描述學生的特

質：如敝校學生「活潑、3C 使用能力佳、

需要依照步驟來學習」，因此除了學習過

程中偏好使用科技設備之外，我的活動也

需要仰賴清晰的指導步驟，幫助學生有效

地參與課堂活動。 
 

授課與討論： 

依此設定生成的活動如下圖：詩歌創作靈感分享、詩歌對話、詩歌朗誦與音樂伴奏、詩歌改

編、自然景觀靈感詩、詩歌拼圖及詩歌市場…等活動，從觀賞影片或討論詩歌創作過程，以

幫助學生理解詩歌的情感表達；運用自己的創意進行重新改寫歌詞，將感官體驗轉化為詩歌

語言，增強其作品的立體感；透過觀察自然中的細節，將情感融入詩歌創作；從影片中捕捉

詩歌創作的技巧並運用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拼圖方式將詩句組合，激發其對文字的重組能力，

最後在展示過程中進行反思和自我評價，提升其創作能力。在種種活動中，教師便可依照自

己學生的特質給予相應的活動，鼓勵活動中進行積極互動，分享各自的靈感和想法，促進合

作學習，抑或是自我批判與反思的能力，以提高詩歌表達的質量。 

 



【實際成果】依照 padlet 建議並依敝校學生狀況修正後實際授課成果如下圖： 

 

2.簡易型 

在有限的國文課堂中，如果能夠短時間產生成果，激發學生的即興靈感表達，亦可利用

Padlet 來進行，並留下教學足跡。教師可以在約 10 分鐘內輕鬆完成這類活動。學生可以透

過快速貼文功能，隨時發表自己的想法，並附上簡單的圖片或文字描述，提升參與感，亦能

增進發展創意思維。也因簡易型發表較能開放式的作答，所以學生能夠更自在地分享自己的

觀點，並在輕鬆的氛圍中增進學習效果。 

(1)點選看板： 

教師可點選製作後直接選擇「課

堂活動靈感」教師若想要在課堂

中針對某個主題進行討論：可直

接點選空白看板或是討論版 

 

 



(2)輸入主題、階段與課程目標： 

直接在主題上打上想討論的

議題：如人權、性別等。 

點選年級，高一至高三，點選

10、11、12 甚至更高階(大學)。 

 

(3) 討論題目生成： 

平台將會依據教師所選的年籍

運用生成式 AI 產生適合此主

題的討論方向，教師可以根據需

求選擇適合的討論主題及深度。 

  

(4) 選擇回應： 

教師可依據上課學生特質及狀

況是否讓學生可以提出問題與

即時回應。 

 

 



 

(5)權限控制： 

教師可以設定看板成員的權

限，控制哪些學生可以編輯、評

論、檢視內容，確保看板的整體

秩序和內容質量。 

Tip：若學生特質較「活潑」，此

部分可將「避免出現不雅字眼」

的選項打勾，不致出現難以收拾

的局面。 

 

(6)隱私設置： 

Padlet 提供多種隱私設置選

項，如公開、保密、密碼保護等。

教師可以根據需要選擇適合的

安全級別，確保學生創作內容的

隱私性。 

 

(7) 選擇討論議題： 

該平台內建生成式 AI 可根據

教師的要求，即時生成相應的討

論內容，幫助教師引導學生聚焦

在特定主題上，使討論更具針對

性和深度。 

 

 



(8)新增貼文： 

教師選擇合適的討論方向後，便

會在看板上生成貼文，學生若要

新增貼文，則在看板上點擊「+」

或任意空白處來新增內容。

Padlet 支援多種形式的內容，

包括文字、圖片、影片、檔案、

連結等。 

 

(9)發布與內容： 

學生可以將他們的想法以文

字、圖片或其他素材發布在 

Padlet 上，並透過標註或分類

來整理創作內容。如圖所示，無

論是檔案、連結或是照片、影片

等都可以上傳，學生不會侷限於

一種形式，甚至連不會畫畫的同

學也可以勾選「我不會畫圖」內

建 AI 將依據學生提供的關鍵字

形成圖片。如下圖所示：我勾選

我不會畫圖後，便提供 AI 四個

關鍵詞：女子、肥胖、性別歧視、

大尺碼，約等候 30 秒便能生成。 

 

 

【實際成果】 



 



 



3.成果型 

在整個課程或學期結束時，利用 Padlet 的功能可以有效整合學生的最終創作成果，包括

圖片、影片及多媒體內容。首先，教師可以設置一個專屬的 Padlet 面板，將學生的作品進行

展示，讓所有作品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並提供互相觀摩與回饋的機會，在 Padlet 上進行互

動，對彼此的作品提出建議與意見，激發學生的創作動力，促進學習共同體的形成。 

此外，Padlet 的操作簡便，具備即時反饋的功能，使得教師能夠及時收集學生的回應，

調整教學策略，達到持續改進的效果，增強了學生的學習成效與自主性。 

(1)點讚與留言： 

Padlet 允許用戶對其他人的貼文點讚、留

言或給予評價，學生之間的組間互學與組內

共學更加方便。教師可以利用這些功能鼓勵

學生之間的交流與相互支持。 

 

(2)多人同時編輯： 

Padlet 支援多人即時編輯，建議教師於建立看板時可以先設置區間，如圖第一至第六組，學

生便可在組下「+」進行貼文，學生可以在同一看板上同時創作，並即時看到彼此的更新內

容，於小組協作和即時討論非常有幫助，更在小組間產生良好的競爭與觀摩的互動。 

 



(3)分享看板：Padlet 提供多種分享方式，

包括連結、QR 碼、嵌入代碼等。教師可以

將看板分享給全班同學，讓他們隨時查看或

參與互動。 

 

(4)展示成果： 

在課程結束或創作完成後，教師可以將整個

看板作為學生的創作展示空間，Padlet 可

直接生成投影片進行成果展示或公開討

論，並保存這些數位足跡供後續學習使用。 

 

【實際成果】 

 



 

  

 

 

  

4.視覺型 

此類型在教學的運用採取幫助學生自學與主題探索為主，因其特色為圖像化的看板，例

如歷史地圖與歷史時間軸，能夠將複雜的歷史事件、時序進程或地理變遷以簡單明了的方式

呈現，促進學生對歷史、文學知識的吸收與理解。透過這些工具，學生可以更直觀地觀察事

件之間的連結與發展脈絡，進一步培養其批判性思考能力。對於教師而言，視覺化看板也提

供了一個易於調整的教學平台，能根據不同的教學需求靈活地組織資料，使課堂內容更具吸

引力與互動性。以下將以最常用的兩個類型舉例： 

 

(1)歷史事件地圖 

功能：「歷史事件地圖」可以顯示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幫助學生理解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

以及歷史發展的脈絡。同時透過地理位置連結，學生可以更直觀地理解事件的背景和影響，

從而獲得更深入的歷史認識。更甚者它亦能整合多維度資訊，結合文字、圖片、影片及其

他多媒體資料，提供豐富的背景資訊，幫助學生更全面地了解每個事件。 

 



點選看板： 

教師若想要在課堂中製作某個主

題的流變，可點選製作後直接選

擇「歷史事件地圖」 

 

 

輸入主題、階段與課程目標： 

 直接在主題上打上想討論的議

題：如新詩等。 

 點選年級，高一至高三，點選

10、11、12 甚至更高階(大學)。 

 目標輸入「文學創作」 

 時間尤其在歷史事件地圖上需

要特別輸入日期，建議以西元作

為範圍，較不易產生錯誤。 

 地點輸入「台灣」。 

 

【實際成果】 

 
 



   
 

(2)事件時間表 

功能： 

點選看板： 

教師若想要在課堂中製作某個

主題的流變，可點選製作後直

接選擇「事件時間表」 

 

輸入主題、階段與課程目標： 

 直接在主題上打上想討論

的議題：如新詩。 

 點選年級，高一至高三，

點選 10-12。 

 目標輸入「文學創作」 

 時間建議以西元作為範

圍，較不易產生錯誤。 

  



【實際成果】 

 

  

 

肆、學生學習成果 

一、第一週：新詩啟程！用 Padlet 創作靈感地圖 

「詩，是語言的靈魂。」今天我們會運用一個數位工具——Padlet，來建立我們班級專

屬的「看板」、「靈感牆」、「新詩展覽空間」，成為大家分享創作靈感和想法的地方。 

【教師課堂說明】 

(一)啟動課堂破冰活動——「最有詩意的物件」 

請學生從日常生活中選擇一件物品，並用一句話來形容它的詩意之處，讓全班同學猜測。

教師在活動結束後做總結，指出每位同學在詩意表達上的亮點，並強調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也

能啟發詩歌創作的靈感。同時引導學生思考，每個物件在日常中雖然平凡，但只要以詩的眼

光看待，就能發現它們不凡的一面。 

(二)介紹新詩與 Padlet，建立班級的「靈感牆」 

教師簡要介紹新詩的定義和特色，強調新詩以自由形式表達感情和思想，並不受傳統韻

律和格式的限制。於本週介紹 Padlet 數位工具，以直觀的方式將文字、圖片和多媒體素材

整合在一起，便於分享創意和靈感。 

每位學生在牆上發布一句話的靈感想法或感受。分享他們的日常觀察和靈感，促進學生

間的交流，讓他們在分享中發現新的創作思路。回顧學生們在靈感牆上的創作，選擇幾個特



別有意思的靈感進行點評，鼓勵學生的創意表達。 

(三)結合 Padlet 的互動功能，讓學生相互點讚或留言，鼓勵大家彼此的創意 

教師解釋在 Padlet 上互動的規則，要求學生瀏覽其他同學的靈感，並對自己感興趣的

句子進行點讚或留言評論。強調評論時應以建設性的語言為主，鼓勵學生發掘同學靈感中的

亮點，提出自己看到的新視角。 

【實作如下】 

新詩啟程！用 Padlet 創作靈感地圖： 

一、 最有詩意的物件：https://padlet.com/helen870/padlet-u9idljk3ycaarkzm 

 

 

https://padlet.com/helen870/padlet-u9idljk3ycaarkzm


二、 靈感牆：https://padlet.com/helen870/112-2-zjyd0cyfmri0s3up 

 

 

二、第二週：詞語大冒險—運用修辭打造新詩 

【教師課堂說明】 

(一)組織「詩句接龍」遊戲 

教師在 Padlet 上寫下一句開頭詩句，然後讓每位學生依序接寫一句，創作出一首聯合詩。

透過詩句接龍，訓練學生的即興創作能力，並加強對詩句結構與語感的敏銳度。教師可以在 

Padlet 上展示一個開頭詩句，如「晨光微露，點亮了沉睡的花朵」，作為整首詩的起點。接

著使用抽籤讓抽到的學生在 Padlet 上依序接寫一句詩句。教師可引導學生反思在接龍過程

中的困難，並探討如何通過修辭和語感來提升詩句的美感。 

(二)詩句海報創作 

探討比喻、象徵等修辭手法，鼓勵學生在詩句中加上修辭如比喻、象徵、擬人等，並示

範如何在詩句中運用這些手法來增強情感表達，再利用 Padlet 創作詩句海報，並運用圖片、

顏色等視覺元素來增強詩句的效果。 

https://padlet.com/helen870/112-2-zjyd0cyfmri0s3up


(三)設計「詩句漂流瓶」活動 

學生將自己創作的一句詩投入 Padlet 的「漂流瓶」，其他同學隨機抽取並作出回應或接龍

創作。討論詩句中情感的傳遞與連結，幫助學生於過程中激發靈感並反思如何在合作創作中

保持詩句的連貫性和創意性，並提出改進建議。 

【授課講義】 

  

 
 

 

 

 

 



【實作如下】 

 



三、第三週：小組 PK！打造你的團隊詩歌 

【教師課堂說明】 

(一)分組進行「詩歌大作戰」 

詩歌大作戰是團隊合作活動，各小組將在限定時間內圍繞特定主題（如「青春」、「時間

的流逝」、「自然之美」等）創作一首新詩。詩的生成過程教師採用翰林數位網站

(https://hanlindigi.hle.com.tw/widget/2/124)的數位拼貼詩：讓學生透過網站上 AI 隨機生

成的字卡，根據主題運用比喻、象徵等修辭手法，排列組合後完成一首符合邏輯且充滿畫面

感和情感張力的新詩。在學生創作過程中，教師可巡視各組，提供修辭建議和引導，幫助學

生深入探索詩歌的意象和表達手法。每個小組完成後將詩作張貼在 Padlet 專屬組別看板下，

將他們的詩歌作品以文本形式發布，並可加入圖片、顏色等視覺元素，提升詩歌的吸引力。 

利用 Padlet 展示每組詩歌作品，讓全班同學進行投票或點贊，選出「最具詩意獎」和「最

具創意獎」，並適時開放討論時間，讓各小組分享創作過程和靈感來源，並互相給予建設性回

饋。 

【實作如下】 

一、小組 PK！打造你的團隊詩歌： 

(一)204 班新詩拼貼作品牆 https://padlet.com/helen870/204-3uo1ubk9z3bqpmbl 

https://hanlindigi.hle.com.tw/widget/2/124
https://padlet.com/helen870/204-3uo1ubk9z3bqpmbl


(二)203 班新詩拼貼作品牆 https://padlet.com/helen870/203-7zig1fykpnnjr5s7 
 

(三)兩班票選最具詩意獎及最具創意獎 

 

 

【最具詩意獎】 

https://padlet.com/helen870/203-7zig1fykpnnjr5s7


  

 四、第四週：腳印留聲：橋頭糖廠文學地景尋「地」遊戲 

【教師課堂說明】 

透過數位科技與實地探索的結合，引導學生在橋頭糖廠這個歷史地景中進行學習，體驗

老照片中的故事與現今景象的變遷，並以詩歌或文字形式表達他們的觀察與情感。運用 

Padlet 平台進行成果展示，提升學生的數位創作能力與團隊合作精神。 

(一)橋頭糖廠文學地景-老照片說故事學習單 

 說明健行筆記 App 的功能與操作方法，強調如何運用此 App 來記錄行走軌跡，並將

橋頭糖廠的地理特徵結合文學地景進行記錄。學生開始在橋頭糖廠進行實地走訪，使用 App 

記錄行走過程中的路徑。每當經過重要地標或歷史建築時，停下來進行觀察和拍照，並在學

習單上寫下對該地標的文字描述。 

(二)任務一：進擊的糖廠 

至橋頭糖廠進行大地尋「地」遊戲，給予學生事先設計好的學習單的網址，學習單中包

含描述橋頭糖廠不同地點的線索，讓學生根據線索進行尋找活動。教師可以先進行示範，說

明如何從文字線索中推理出地點，運用老師製作的學習單中文字表述的線索找到指定的地點，

並使用上節課所學健行 APP 完成紀錄。 

(三)任務二學習單：老照片新故事 

給予學生橋頭糖廠老照片的學習單網址，讓學生觀察學習單中老照片中的細節，並寫下

他們的初步觀察與想法。學生在現場找到對應老照片中所呈現的地點，進行拍攝記錄，並對

比老照片中的景象，強調古今呼應的概念，引導學生透過實地觀察，理解過去與現在的變遷

帶來的變化。 

【最具創意獎】 



(四)完成 google 簡報學習單並將成果上傳至 padlet 中 

學生將拍攝到的照片、完成的任務學習單及實地走訪新德整合後進入 Google 簡報中，

並以小組為單位進行編輯成果上傳至事先建立好的 Padlet 看板，並將每組的作品進行歸類

整理。鼓勵學生在 Padlet 上給予其他組別的作品點贊及留言，促進互相學習與交流，強調

每組在地景探索與詩歌創作中的亮點及創意。 

【授課投影片】 

  

  

  

  

 

  



【實作如下】 

一、走訪老地方的地圖 

(一)任務一：進擊的糖廠 

 

 
 



(二)任務二：進擊的糖廠 

 

 

  



(三)分組學習單成果展覽網址：https://padlet.com/helen870/112-s8za0dy1jk8yab 

 

 

  

https://padlet.com/helen870/112-s8za0dy1jk8yab


(四)學生優秀作品舉隅 

  

 

  



五、第五週：腳印留聲：橋頭糖廠地景隨筆」新詩創作 

【教師課堂說明】 

透過實地觀察與創作，引導學生在現場感受橋頭糖廠的歷史與人文氣息，進而以詩歌的

形式表達他們對這個地景的情感與思考。利用 Padlet 平台進行展示，培養學生的數位創作

與表達能力。 

(一)心動的時刻 

橋頭糖廠作為歷史遺址和地景藝術場域，尤以日治時期的工業化背景和在地文化價值的

古今對比深植在地人的心中。學生在實地走訪後，透過觀察糖廠的建築特色、自然景觀及歷

史遺跡，尋找自己認為最能代表這裡情感的角落。過程中可使用手機或相機，從不同角度拍

攝「令人動心」的橋頭糖廠某一個地點的照片，盡量捕捉糖廠中的細節，無論是光影、構圖

及氛圍的營造，都可為後續的詩歌創作提供靈感。 

(二)任務三：糖廠情懷總是詩 

「腳印留聲：橋頭糖廠地景隨筆」新詩創作目的希望能讓學生在詩中呈現出時間流逝與

情感共鳴。學生根據拍攝到的地景照片，以「腳印留聲」為題，創作一首反映他們對糖廠地

景的情感及想法的新詩。運用第二週所學的比喻、象徵等修辭手法來加強詩句的表達力，教

師可於此處幫助學生思考如何在詩句中融入更多情感與歷史背景，使詩歌更具深度和共鳴。 

(三)「腳印留聲：橋頭糖廠地景隨筆」新詩創作初步發表會 

每個小組需將他們的地景照片與詩歌一起發布在 Padlet 上，並可加入顏色、背景圖片等

元素，提升視覺效果。透過新詩創作展示，進行組內及組間交流與修正。並透過點贊、留言

等方式進行互動，對每首詩歌給予建設性的回饋。這樣不僅促進了學生間的互動，也讓他們

對自己的創作有更多的反思。 

【授課學習單】 

 



【實作如下】 

一、任務三：糖廠情懷總是「詩」：https://padlet.com/helen870/203-ibyswwt6xekh16vo 

 

 

https://padlet.com/helen870/203-ibyswwt6xekh16vo


六、第六週：腳印留聲：詩意大秀場！新詩展演與創意分享 

【教師課堂說明】 

運用多媒體工具將新詩創作轉化為不同形式的表演或展示，提升學生的創意表達能力和

對詩歌的理解深度。同時透過學生間的互動和分享，促進他們對詩歌創作與演繹的興趣和熱

情。 

(一)組織「詩意表演秀」 

將學生分成小組，每組 3-4 人，並指導每組在詩歌創作的基礎上，選擇一種多媒體形式

進行改編。將新詩改編成多媒體作品（如影片、音頻或劇場表演），學生根據腳本進行錄製、

剪輯影片或音頻，教師可提供技術支援，如介紹基本的影片剪輯軟體或音效處理工具，完成

多媒體作品後，學生將其上傳至指定的 Padlet 看板，並在作品描述中寫下簡短的創作理念

與感想，並在 Padlet 上進行展示。 

(二) 「詩意大賞」評選活動 

解釋「詩意大賞」的活動流程，並向學生說明評選標準，如創意、感染力、技術表現等。

強調公平公正的投票原則，並鼓勵學生在投票時多從不同角度欣賞作品。學生在 Padlet 上

瀏覽所有上傳的多媒體作品，觀看每組同學的創作成果。教師可以引導學生注意每個作品中

對詩意的呈現方式和技巧運用；票選最具感染力的作品：每位學生在 Padlet 上進行匿名投

票，選出他們認為最具感染力的作品，並利用 Padlet 的互動功能進行評選。 

(三)「詩人心聲」 

由票選出的「最具感染力作品」小組分享創作過程與靈感來源，讓學生分享自己在詩歌

創作與表演中的學習心得與挑戰，例如：「什麼是你在創作過程中最大的靈感來源？」、「遇到

最大的困難是什麼？」、「你是如何解決的？」，其他同學亦可於報告後提供建設性回饋與評論，

促進互相學習。 

  



【實作如下】 

一、詩意大賞： 

(一)padlet：https://padlet.com/helen870/padlet-9wqpmxmtmt4ca6bl  

 

(二)詩意大賞各組影片及音樂：https://reurl.cc/jy45Vq 

 

 

 
 

  

https://padlet.com/helen870/padlet-9wqpmxmtmt4ca6bl
https://reurl.cc/jy45Vq


二、詩人心聲 

(一)最具感染力作品一-禁閉故事：https://reurl.cc/qvb8ap 

 

教師賞析： 

同學巧妙地運用了象徵手法，「杯杯在手，甜膩於口」暗示現代人只追求表面的愉悅與享受，

而忽略了過去的沉痛歷史。「酸」的出現則是對這種現象的評價，象徵了在歡笑背後難以磨

滅的歷史酸澀與無奈。這首詩在繪畫性、建築性、情感性以及今昔對比的處理上都十分出

色。它運用了多重感官（視覺、觸覺、嗅覺）的細膩描寫，將歷史痕跡與現實情景並置，

形成強烈的對比效果。尤其前半部在描述過去的痛苦與壓抑後，轉而描寫現代遊客的輕鬆

愉悅，這種對比讓讀者不禁反思，現代生活的輕浮是否掩蓋了歷史的真實。 

(二)最具感染力作品二-默詠：https://reurl.cc/DlM6DO 

 

 

 

https://reurl.cc/qvb8ap
https://reurl.cc/DlM6DO


賞析： 

這首詩以金木善三郎碑石作為時間和記憶的象徵，將冷硬的物體賦予了深刻的情感和靈魂。

「所以我屹於土壤之上，等著每個陌過的人，一再默詠」充滿了哲理性的思考，象徵著對未

來和後人的期盼。詩中充滿了對歷史、記憶、時間的反思與感慨，將時空交錯的概念透過具

象化的描繪傳達給讀者。詩句的運用精緻且富有張力，無論在情感的表達還是意象的選擇上，

都展現出成熟的文字功力和對生命思索的深度。 

(三)最具感染力作品二-百年糖廠的凝視：https://reurl.cc/lybdXE 

 

  

教師賞析： 

    詩中使用了「九重葛」作為象徵，以其「滿溢的張揚的三片桃紅」對比「三朵純白小花」，

形象地表達了時間中記憶的多層次感，並增添了一種視覺上的張力。這樣的對比使詩歌具有

動態感和色彩，這首詩運用透過九重葛、鐵道花園等意象，巧妙地將歷史、記憶、情感糅合

在一起，並以「承載許多回憶的那個工廠，又有誰懂專屬於他的龐大的百年孤寂」，將百年孤

寂為詩歌的情感核心，深刻地表達了對於歷史與文化的珍視和無奈。明確的體會到對於文化

消逝的惋惜之情，成功地將老糖廠的形象描繪成一個既具歷史厚度又充滿情感的存在。  

  

https://reurl.cc/lybdXE


伍、教學省思 

在此次課程設計中，選擇了 Padlet 作為學生新詩創作與展示的主要平台，是經過仔細

思考後的決定。除了在課間時常使用而成為學生信手拈來的平台之外，Padlet 更提供了豐富

的互動功能，從而多次激發學生的創意，還能讓詩作的展示更具視覺效果，進一步強化學習

體驗，從學生的表現成果來看，總是令我無比驚豔。以下將詳細說明選用 Padlet 的理由、

優劣勢以及對未來教學應用的期望，希望能為老師們提供一些參考與啟發。 

一、使用 Padlet 的原因及優點 

(一)直觀介面與簡易操作 

  Padlet 的介面設計友善，使用門檻相對較低，操作簡單直觀，無需大量技術指導即可

開始使用，即使是對科技應用不太熟悉的學生也能輕鬆上手。這對於希望在短時間內進行多

次創作和反饋的課程設計來說尤為重要，能夠有效提升課堂效率，且 Padlet 的且不受限於

3C 載具，手機、平板或是電腦都能輕易上手，使得整個創作過程更為流暢，減少學生在技

術學習上的負擔，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詩創作本身。 

(二)視覺化呈現 

 Padlet 提供了圖文並茂的呈現方式，能夠以視覺化的方式展示學生的詩歌作品。這不僅

僅是將文字轉化為圖像，而是讓學生在創作過程中結合靈感來源、照片及關鍵字，將新詩創

作的過程以更加直觀的方式展現在同學面前，讓學生不需要多花時間製作投影片報告，甚至

輸出後便可形成學習歷程檔案的格式，無縫接軌上傳平台。 

(三)小組協作與即時互動 

   Padlet 的設計支持多人同時在線編輯與即時互動，促進小組內外的交流與合作。對彼此

的作品進行評論和討論，提高了學生參與度，形成一種動態的交流氛圍。學生可以在同一平

台上討論彼此的創作，互相給予建議和回饋，從而激發更多的創作靈感，達到共同學習和成

長。 

(四)多樣化媒體支持 

學生能夠在 Padlet 上整合文字、圖片、影片等多種媒體元素，使詩歌的表達方式更具

多樣性和創意性，能夠鼓勵學生進行跨媒體創作、探索不同表達形式，讓學生可以根據自己

作品的特點選擇最適合的呈現，在展示作品時更加有條理地呈現創作思路，提升作品的視覺

效果。 

二、使用 Padlet 的缺點 

(一)免費版本功能限制 

  Padlet 在免費版本中限制了上傳檔案的大小及頁面數量，一般免費版本僅有 3 頁的資

源看板可供使用，使得大型創作項目時受到限制，因此教師必須熟悉應變處理的方式，我之

前在課間便遇到學生因為 Canva 檔案因內含大量圖片以致檔案過大無法上傳時，便須立即

和學生討論採取提供連結的方式(建立公開連結)上傳，讓其他學生一樣可以觀賞到作品。另



外為了能夠充分發揮其多元且龐大的功能，教師或學校可能需要考慮付費訂閱，在資源有限

的情況下，對於未付費的教師可能並不理想。 

(二)多媒體素材支持度有限 

 雖然 Padlet 支持圖片和影片的整合，但在多媒體創作上的靈活度不如一些專業設計平

台。例如，它在音樂創作、動畫效果或複雜視覺效果及 AI 生成圖片方面的支持度有所限制，

若能在關鍵字上提供英文敘述，則生成式 AI 的表現能力較強，但此亦限制學生在跨媒體創作

中的表達潛力。如曾經在課室中，學生在輸入關鍵字的搜尋欄中打上：人權、歧視等中文，

結果 AI 竟生成一幅「水彩山水圖」，讓人困惑不已。 

 

陸、結論 

儘管 Padlet 存在一定的功能限制，但其在操作便捷性、互動性和視覺展示上的綜合優

勢，都使其在各項教學活動中十分吸睛。Padlet 的設計理念鼓勵學生進行自由創作和靈活展

示，這也非常符合現代數位教學的需求。在未來的教學中，建議老師們亦可結合其他數位工

具，如 Canva、Google Slides、Suno 或 Xmind 等多元平台，進一步增強學生的創作潛力

和表達方式，讓學生有更豐富的學習體驗。如下圖所示，學生在同一課程中，已能靈活運用

這些平台與工具，透過多平台整合的方式，學生能在不同的媒介中切換自如，從而提升他們

的跨媒體創作能力和數位素養。 

ICT 研發小組這次嘗試利用 Padlet 進行新詩創作的實踐和呈現學習歷程與成果，除了先

由教師示範解說 Padlet 不同類型的功能運用，並以這些工具為基礎去重新探索消逝於都市更

新中的老時光與發想創作新詩，能讓教學成果在數位展示平台動態存在，還能整理為學習歷

程檔案或是回顧式的紀錄，藉此拋磚引玉，邀請更多夥伴加入 ICT 教學研發。 

Canva 

 

Xmind 



 

 


